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税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税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511809841

10位ISBN编号：7511809847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张怡 编

页数：4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税法学>>

前言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重视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2005年，教育部以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
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对发展迅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积极开
发新教材，并使高质量的新版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而且特别强调教材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教材是课程及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在校大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教材的编写过程本身，有利于教材及时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利于教师改
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增强科研能力。
这都是对教学与科研的反思和总结。
通过教材的编写，还可以促使教师总结教育教学规律，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培养热爱教学和关爱学
生的教育情怀，实现教师、教材与学生三者的有机联结与良性互动。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高等法学教育是国家法治发展的重要依托。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人们对法学教育质量的疑虑，进而促使法学教育工作者
深刻思索如何改革法学教学方式、如何完善法学课程体系等问题。
法学教育必须适应法律职业对法律人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而法学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
展又必须以法学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为基础。
如果说法学核心课程的确立，是对我国法学教育历史经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对养成法学思维方式所
需基本知识体系的科学总结；那么，编撰高质量的法学核心课程配套教材，就是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工
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以刘伯承元帅为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
院的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
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又并入我校。
特殊的建校背景，使学校汇集了当时西南地区法学和法律界的主要资源，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政法
类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我校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多次隶属关系变更。
“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停办。
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法学本科招生。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
1979年，开始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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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法治文明社会的重要法律部门。
本书阐述税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本书以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经济和管理类专业学生为主要读者，同时也是一部广大法律、财经、政府
工作人员学习税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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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怡，女，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1982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9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
财税法学研究会法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世界税法研究会（ITLA）理事，重庆市法学会统筹城乡
发展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重庆市税务学会理事。
　　主要教学与研究方向：财税法及经济法的其他部门法。
近年主持和承担含国家级、国家级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在内的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个人专著及其他
书籍20余部，在各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各类研究成果获奖10余项。
撰写本书第六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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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税收的特征　　事实上，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只限于税收这一种形式，像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人、国债收入等也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
那么，和这些收入相比，税收收入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
理论界一般认为，税收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此所谓税收的“三性”在财政
学家看来，“‘三性’是税收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的形式特征，不同时具备‘三性’的财政收入就不
成其为税收”。
　　（一）税收的强制性　　税收的强制性，是指国家征税凭借的是其拥有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单位
还是个人均不得违抗国家征税的决定。
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在讨论涉及税收的话题时常常存在不同的观点，对于国家实行的税收政策也往往
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税收问题进行了规定，那么尽管仍然会有人对这些
的规定心存不满，但仍然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纳税。
税收的强制性表明，税收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强制意志的体现，这既表现为国家设定专门的征税机关（
税务局）确保征税目的的顺利实现，又表现为国家颁布法律对于逃避税收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包
括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尽管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认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不利于凸显纳税人的主体地位，进而主张否定税收
强制性，但是大多数的学者仍然坚持税收强制性的观点。
　　（二）税收的无偿性　　税收的无偿性，是指国家在征税之时并不需要向纳税人支付对价。
这一点使得税收和政府的其他收入（如非税收入、公债收入）区别开来。
。
以公债收人为例，政府发行公债，到期是需要还本付息的，这里的利息就是政府获得公债收入的对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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